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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針對補救教學學生運算技能不足、閱讀能力低落的特性，提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補救教學

宜從數量特性、情境變化，和語句的順逆敘述選擇適當的教材，同時以「數到式的類化」、「題

意的理解與記錄」、「分句閱讀、簡易圖示」三個教學策略，貫穿地說明加減、乘除、四則混合

的應用問題解題的引導方式。文中以具體範例與實際教學的學生反應為例，說明策略的應用方

式。 

關鍵詞：一元一次方程式、應用問題、補救教學策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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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論 

數學應用題解題是學生備感困擾的學習內容。從讀懂題目的意思、釐清數量之間的關係、

聯想到相關的數學概念，以及判斷運算方式等，都有一定的難度。國中數學更因為需要使用代

數方程式來列式、解題，對一般學生而言已是挑戰，補救教學的學生就更見完全放棄的狀態。 

解決一元一次方程式應用題時，代數運算能力不足是學生常見的困難（Booth, 1988; Radford, 

2000），例如認為 2a＋5 等於 7a（Thomas & Tall, 2001）；此外，與列式相關的障礙包括：無法

了解文字符號的意義（陳彥廷、柳賢，2009；Maharaj, 2008）、無法了解等號兩邊的等同關係（張

景媛、余采玲、鄭章華、范德鑫，2012）、無法轉譯代數文字題（林清山、張景媛，1994；謝和

秀、謝哲仁，2002；Stafylidou & Vosniadou, 2004）等問題。本文針對上述問題，尤其因應國中

數學補救教學的學生基本技能不足、閱讀能力低落的特性，提出「數到式的類化」、「題意的理

解與記錄」、「分句閱讀、簡易圖示」三個教學策略，並依據題目的語意結構分為加與減、乘與

除、四則混合三個部分進行概念分析與實例說明。 

由於應用題難易度是影響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，在討論三種教學策略之前，本文也提醒教

師在選擇補救教材的題目時，宜考量影響應用題難易度變化的三個因素。（1）數量的特性。題

目中的數字若以整數出現，會較小數或分數容易，例如：「1 本筆記簿的價錢是一枝原子筆價錢 

的
4

3
倍，已知買 2 枝原子筆和 1 本筆記簿共須 60 元，則 1 本筆記簿多少元？」，當題目中的「

4

3
」

倍改成「2」倍時，語意關係與計算上都會變得較簡單。國中補救教學的學生，其小學階段的分 

數、小數概念與計算基礎就已不穩固，到了國中分數、小數的代數課程時，常有極大的困難。（2）

情境的變化。文字敘述若以可點數的離散量（如：人數、蘋果個數、奶茶杯數、……）呈現，

會較以連續量（如：時間、長度、面積、容積、……）來得簡單，例如「有 4 包糖，每包 10 個，

平分給 5 人，每人可得幾個？」與「坐火車時只買到 4 個座位，車程 10 小時，5 人搭乘，希望

每人有位置坐的時間相同，每人坐幾小時？」，雖然兩個情境的計算式都同為 10 × 4 ÷ 5，但難

度差距卻不小。（3）語句的順逆敘述。所謂順敘述意指題目語意和運算一致，例如給定基準量

的比較題即為順敘述：「父親的體重比兒子體重的 2 倍少 3 公斤，若兒子的體重是 x 公斤，那麼

父親的體重是＿＿公斤。」相反地，給定比較量求基準量的題目（如：上題後段改為「若父親

的體重是 y 公斤，那麼兒子的體重是＿＿公斤。」），則為逆敘述。學生面對順敘述情境較容易

掌握語意，也較能轉換成正確的算式，因此補教教學選擇題目時，宜考量順逆敘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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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列代數式的概念分析與教學策略 

一、加與減的概念分析及教學策略 

加與減的應用問題基模大致可分為「合併」、「改變」、「比較」三類，這三種基模都可以命

出加或減的題型。其中改變和比較的某些題型因涉及逆推，對學生而言特別困難，例如「妹妹

有一些錢，媽媽給妹妹 80 元後，妹妹就有 500 元，問妹妹原來有多少錢？」這類起始量未知的

改變題，或者「甲班人數 32 人，甲班比乙班多 3 人，問乙班是多少人？」這類基準量未知的比

較題，學生常有無法判斷該用加法還是減法的困擾。 

在較困難的題型上，教師可選用學生熟悉的情境做為教學的鷹架，例如使用「孫子今年 x

歲，爺爺今年 70 歲，那麼孫子比爺爺小＿＿歲？」，可能有助於理解「誰比誰多多少」或「誰

比誰少多少」，因為爺爺與孫子年齡的長幼關係是學生熟悉的，且年齡數值都屬正數，就容易成

功列式。若還有困難，也可以先從數值實例出發，例如「你今年 13 歲，爺爺 70 歲，你比爺爺

小幾歲？」來引導學生掌握誰減誰未必是依照句子中出現的順序，而是要用「大數減小數」計

算。 

（一）「數到式的類化」應用在加與減的問題 

「王小美的媽媽今年 x 歲，5 年前是＿＿歲；5 年後是＿＿歲」…...① 

面對題①，有些學生的答案會出現第一格寫「5x」、第二格寫「x5」，因為這些學生認為 5年「前」

和「後」就代表 5 在 x 的前面或後面的意思。但是，這未必意味著學生不懂得此題要用加、減法，

因為在有實際數值的類似題，如下題②，他們可以答對。 

「王小美今年 13 歲，5 年前是＿＿歲；5 年後是＿＿歲」…...② 

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學生心理上還無法將x視為數，而且部分圖像表徵較強的學生，甚至會以「左—

減去、右—加上」的空間關係來表徵加與減，在還無法掌握代數式的形式下，就寫出了以 5x 表示 x

－5、x5表示 x＋5的答案。 

教學時，首先必須強調「x 是代表一個數，我們不知道它是多少，但我們可以把它想成任何一

個數」，讓學生接受 x 是數，是可以運算的。其次，在概念建立時，可採用從數類化到式的方法，

先讓學生列出題②的算式「13－5」，再類比列出題①的代數式「x－5」。 

（二）加與減問題的「題意理解與圖示記錄」 

「甲比乙少」這個敘述，因為語句上和「少」連在一起的是「乙」，不少學生以為是乙比較

少。教師可以強調「雖然乙少，但是甲比乙更少」，來讓學生理解兩者的大小關係。只是，學生

常常一下子又忘了是誰比較少。因此討論後的結論有必要加以記錄，如下的圖示用兩個大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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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的方塊來代表，能有助於學生從視覺上快速判斷出誰多誰少。 

 

兩數差異量的表示方式，會隨著敘述方式而難度不同。「x 比 5 大，則 x 比 5 大多少？」學

生較能寫出正確的答案「x－5」，但面對「x 比 5 小，則 x 比 5 小多少？」常會錯寫成「x－5」。

因為大多少與小多少均蘊含「相減」的意義，而學生傾向依照句子的敘述順序相減，就會在前

一問題答對，而後一題答錯。教師可利用數到式的類化，並整合圖像記錄的策略來指導學生。 

由於上述的困難在無法從語意轉換到列式，所以可利用正數領域的數值為例，建立「誰比

誰大多少」或「誰比誰小多少」的列式方式。例如「5 比 3 大多少？ 2 」、「1 比 5 小多少？ 4 」，

讓學生了解計算 5 比 3 大多少是用「5－3」、1 比 5 小多少是用「5－1」，並強調計算「誰比誰

大多少」或「誰比誰小多少」，可用「大數減小數」來算，如果是用「小數減大數」，得出來的

結果會是負的。再類化到計算 x 比 5 小多少是要用「5－x」而不是「x－5」。此時，若能加上圖

像表徵，更能判斷出該由誰減誰。 

               

記錄題意的圖示沒有特定的方式，只要能讓學生明顯看出大小之間的差異，且簡單、好畫

就好，因此教師示範時的圖示，也盡量依循簡單好畫的原則。 

（三）加與減問題的「分句閱讀、簡易圖示」 

應用題語意所指的數量關係是困難之所在。教學時，整題念過一遍，使心中有個約略印象

後，宜指導學生分句閱讀，簡易圖示一句一句的題意，以建構出整體的數量關係。例如： 

甲 

3 1 x 

乙 

5 5 5 

5 比 3 大 2  

5－3 

1 比 5 小 4  

5－1 

x 比 5 小＿＿ 

5－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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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整題念一遍，建立約略印象：1 元、5 元錢幣，30 個，弟弟、妹妹等。 

2.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與簡易圖示： 

「1 元錢幣和 5 元錢幣共有 30 個」， 

 

「把 1 元錢幣都給弟弟，5 元錢幣都給妹妹」， 

 

「如果 1 元錢幣有 x 個」， 

 

從上面圖示，比較容易看出題目的意思，也會感覺到需要知道妹妹有幾個 5 元硬幣。 

「（1）弟弟得到＿＿＿＿個錢幣，有＿＿＿＿元，」 

 

 

 

 

1.  1 元錢幣和 5 元錢幣共有 30 個，把 1 元錢幣都給弟弟，5 元錢幣都給妹

妹，如果 1 元錢幣有 x 個，那麼 

（1）弟弟得到＿＿＿＿個錢幣，有＿＿＿＿元， 

（2）妹妹得到＿＿＿＿個錢幣，有＿＿＿＿元， 

（3）兩人共有＿＿＿＿元。 

1 

1 

1 

1 

5 

5 

5 

5 

 

個數：          共 30 個 

     (弟)     (妹) 

個數：          共 30 個 

     (弟)     (妹) 

個數：     x                   共 30 個 

     (弟)     (妹) 

個數：     x         30－x       共 30 個 

錢數：    1x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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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（2）妹妹得到＿＿＿＿個錢幣，有＿＿＿＿元，」 

 

「（3）兩人共有＿＿＿＿元。」 

 

原本題目有許多文字，如上述逐步把文字轉換成圖像，有助於補救教學的學生掌握題意。 

下例為一比較型的應用問題，學生經常掌握不到其中的基準量，但若藉由圖示，從視覺效

果，更能輕易理解其間的關係。 

 

1.整題念一遍，建立大略印象：紀廷、坤郁、比高、10 公分等。 

2.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與簡易圖示： 

「紀廷比坤郁高 10 公分」，表示成下圖： 

 

兩人的身高以一高一矮的圖來表示，比起數線或線段圖更接近生活經驗，學生比較不會感覺憂

慮。題幹的敘述牽涉到基準量，而且「紀廷比坤郁高 10 公分」這句話含有兩個資訊，圖示必須能

表現這兩點：紀廷高，以及高 10 公分。老師帶領學生讀題時，同樣可以用「坤郁高，但是紀廷比

1 

1 

2.  紀廷比坤郁高 10 公分， 

（1）如果坤郁的身高是 x 公分，那麼紀廷的身高是＿＿＿＿公分。 

（2）如果紀廷的身高是 y 公分，那麼坤郁的身高是＿＿＿＿公分。 

紀廷 

5 

5 

坤郁 

     (弟)     (妹) 

個數：     x         30－x   共 30 個 

錢數：    1x        5(30－x)  

     (弟)     (妹) 

個數：    x        30－x       共 30 個 

錢數：   1x        5(30－x)     共     元 

10 公分 

紀廷 坤郁 

標示出兩者 

差距 10 公分 

標出高的是誰、 

矮的是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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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還要更高」的說法來引導學生知道，高的是紀廷，矮的是坤郁，並隨即在圖中標示。 

接著依各小題題意在圖上標示訊息，並解題。 

「（1）如果坤郁的身高是 x 公分，那麼紀廷的身高是＿＿＿＿公分。」 

 

「（2）如果紀廷的身高是 y 公分，那麼坤郁的身高是＿＿＿＿公分。」 

 

因為（1）、（2）題沒有關聯，解（2）時，應提醒學生用未標示 x 公分的原圖，以避免混淆。 

至於文獻常見之 2a＋5＝7a 的錯誤（Thomas & Tall, 2001），本文的第一作者通常提前在教

導「式子的簡記」時即以情境協助學生掌握代數運算的原理。例如：「鉛筆 1 枝 a 元，橡皮擦 1

個 5 元，買 2 枝鉛筆和 1 個橡皮擦共要多少元？」此時列式為 a×2＋5，讓學生透過情境的意義，

理解 2a 的 2 不能和 5 相加。並在做同類項合併時，會再次強調 2a 與 5 並非同類項，不必再做

合併，寫成 2a＋5 即可。 

二、乘與除的概念分析及教學策略 

「乘」最原始的想法就是「自己累加」，例如「原子筆 1 枝 5 元，3 枝是多少元？」5 累加

三次，記成「5＋5＋5」，簡記成「5 × 3」。 

「乘」更進一步的用語與觀念是「倍」，「鉛筆 1 枝 5 元，1 枝原子筆的價錢是 1 枝鉛筆價

錢的 3 倍」，學生必須理解「1 枝原子筆的價錢是 1 枝鉛筆價錢的 3 倍」等同於「1 枝原子筆的

價錢是 3 枝鉛筆的價錢」，才能以「5×3」計算 1 枝原子筆的價錢。 

10 公分 

10 公分 

紀廷 

紀廷 

坤郁 

坤郁 

x 公分 

y 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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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備整數倍的想法，才有辦法推到分數倍、小數倍。加上有些情境雖然涉及「倍」的概念，

但語句中看不到「倍」的用語，使得學生無法連結到乘除運算，例如分數倍常省略「倍」的用

語，而打折也屬於「隱藏的倍」的問題。因此補救教學的學生面對這類問題就會有極大的困難。 

「除」是乘的逆運算，基於未知的是單位量或者單位數，而對應到等分除或包含除。「用

15 元買了 3 枝筆，每枝筆是多少元？」就是把 15 元平分給 3 枝筆，是等分除；而「15 個橘子，

每 3 個裝 1 袋，可裝成幾袋？」是包含除。至於「15 是 3 的幾倍？」，則直接評量「倍」的用

語的理解。在整數範圍時，雖然乘法或除法的語句敘述幾乎相同，學生尙能利用情境的線索推

估「答案變小就選用除，答案變大就採用乘」來解題，但進到分數倍、小數倍、隱藏的倍、代

數等內容，學生常常分辨不清乘或除的使用時機，例如： 

「甲的錢是乙的
2

3
，若甲有 600 元，則乙有＿＿元。」 

「甲的錢是乙的
2

3
，若乙有 600 元，則甲有＿＿元。」 

「甲的錢是乙的 3 倍，若甲有 x 元，則乙有＿＿元。」  …...③ 

「甲的錢是乙的 3 倍，若乙有 x 元，則甲有＿＿元。」  …...④ 

「甲的錢是乙的
2

3
，若甲有 x 元，則乙有＿＿元。」 

「甲的錢是乙的
2

3
，若乙有 x 元，則甲有＿＿元。」  …...⑤ 

「一件衣服 x 元，打 8 折後是＿＿元。」  …...⑥ 

「一件衣服打 8 折後是 x 元，則原價是＿＿元。」 

…等等。 

針對補救教學的學生，以上題目建議只保留一些較簡易者或者對未來學習具關鍵影響的題

型，例如「整數倍」的③④，「分數倍」的順敘述⑤，「隱藏的倍」的順敘述⑥。 

乘除法應用問題同樣可以利用「數到式的類化」、「題意的理解與記錄」、「分句閱讀、簡易

圖示」等方式進行教學，只是因應乘除的特性，圖示上需做些修改。底下以實例簡要說明： 

 

 

3.  佳芬的錢數是佳儀的 2 倍， 

（1）若佳儀有 100 元，則佳芬有＿＿＿＿元； 

（2）若佳儀有 m 元，則佳芬有＿＿＿＿元； 

（3）若佳芬有 100 元，則佳儀有＿＿＿＿元； 

（4）若佳芬有 n 元，則佳儀有＿＿＿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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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整題念一遍，建立約略印象：佳芬、佳儀、2 倍、100 元等。 

2.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與簡易圖示： 

「佳芬的錢數是佳儀的 2 倍」， 

教師必須引導學生明白不是佳儀要 2 倍，而是佳芬要 2 倍，而且是佳儀的 2 倍，並以圖示

記錄，免得一直在文字上打轉。如以方塊表示： 

 

本題在設計上已含從「數」類化到「式」，先從 

「（1）若佳儀有 100 元，則佳芬有＿＿元；」，再到 

「（2）若佳儀有 m 元，則佳芬有＿＿元；」，配上圖示。 

               

若有學生用 100＋100＝200 的方式計算佳芬的錢數，並無不可，但教師必須進一步要求學

生以 100 × 2 來連結到 2 倍；尤其當學生用 m＋m 表示時，宜指導學生察覺隱藏的 1 倍， 

m＋m 

＝1．m ＋ 1．m  

＝2m 

務必與 2 倍的意義密切聯繫，如此會有助於分數倍時的列式。 

逆運算的學習也可從「數」類化到「式」，並配上圖示。 

先從「（3）若佳芬有 100 元，則佳儀有＿＿元；」， 

再到「（4）若佳芬有 n 元，則佳儀有＿＿元。」 

佳儀 

佳儀 佳儀 

佳芬 

佳芬 佳芬 

100 m 類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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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四則混合的教學重點 

（一）以順敘述的情境為主 

四則混合的應用問題，教學方法仍可以用數到式類化、分句閱讀與簡易圖示的搭配。但建

議只以順敘述的情境為主。 

舉一分數倍的例子概略說明要點： 

 

1.整題念一遍，建立約略印象：香瓜、香蕉、2
1

2
倍、x 元等。 

2.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與簡易圖示： 

「1 斤香瓜的價錢是 1 斤香蕉價錢的 2
1

2
倍，」 

師生共同討論，並將討論結果簡單圖示出來。 

 

 

「如果香蕉 1 斤 x 元，」 

 

 

 

若有學生仍以 x＋x＋
1

2
x 表示香瓜，可透過代數運算連結到 2

1

2
倍，知道可用 x．2

1

2
來算。 

「（3）3 斤香蕉的價錢比 1 斤香瓜的價錢貴＿＿＿＿元。」 

此題的數量關係較為複雜，建議能加進記錄問題的簡易圖示，如下： 

佳儀 佳儀 

4.  1 香瓜的價錢是 1 斤香蕉價錢的 2 倍，如果香蕉 1 斤 x 元，那麼 

（1）香瓜 1 斤＿＿＿＿元； 

（2）各買 1 斤共要＿＿＿＿元。 

（3）3 斤香蕉的價錢比 1 斤香瓜的價錢貴＿＿＿＿元。 

佳芬 佳芬 

100 n 

1

2

蕉 瓜 

蕉 瓜 

x 

類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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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注意學生是否掌握「3 斤香蕉的價錢比 1 斤香瓜的價錢貴」中表達的大小關係，否則還

得透過討論，並圖示討論的結果，例如： 

 

（二）所列的一元一次式以一個括號為原則 

代數運算時若有括號必須去括號，多個括號常造成能力不足的學生混淆。所以《補救教學

基本學習內容》（教育部，2012）規範，補救教學的一元一次式以一個括號為原則，例如「香蕉

1 斤 x 元，蘋果 1 斤比香蕉 1 斤貴 10 元，買了 3 斤蘋果，共需 3(x＋10) 元。」 

上式 3(x＋10)的括號，需要特別的指導。例如佐以圖示說明，當我們知道有兩項都必須乘

以相同的一個數時，如 x 和 10 都要乘以 3，就可以用括號表示；反過來，去括號時，括號內的

兩項都必須乘以 3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引導過程同前：整題念一遍，建立大略印象後，再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並簡易圖示。以下

為可能採用的圖示，其間，2 杯玉米濃湯的價錢需用到括號表示，必須特別提醒。 

香蕉  香瓜 

1 斤： x     …共＿＿＿＿元 

3 斤：   3x   

1 斤

香瓜 

 

3 斤

香蕉 

3x 

2 x  
1

2

5.  買 1 個漢堡和 1 杯玉米濃湯共要 70 元， 

 如果 1 個漢堡要 a 元，那麼 1 杯玉米濃湯要＿＿＿＿元； 

（1）3 個漢堡要＿＿＿＿元；2 杯玉米濃湯要＿＿＿＿元。 

（2）子婕買了 3 個漢堡和 2 杯玉米濃湯共要＿＿＿＿元。 

（3）如果知道 3 個漢堡比 2 杯玉米濃湯貴，那麼 3 個漢堡比 2 杯玉米濃湯貴

＿＿＿＿元。 

2
1

2
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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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應用題解題的教學策略 

應用問題是列一元一次式與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綜合應用，其中包含找出題目中的相等關

係以列出方程式，並且涉及括號的運用和運算，而此二者也是學習應用問題的困難之處，因此，

以下應用問題解題的範例，特別著重尋找相等關係的步驟，以及括號的教學提示。 

 

1.整題念一遍，建立約略印象：父 36、子 8、2 倍等。 

2.分句閱讀、理解題意與簡易圖示： 

「父子兩人今年的年齡分別為 36 歲與 8 歲」， 

學生的圖示通常只記了「父」、「36」、「子」、「8」，但題幹中的「請問幾年後，」指出問題

牽涉到年紀的改變，所以將「36」跟「8」標明為今年，才不會混淆。又因為題目問的是幾年後，

因此可以假設 x 年後。 

 

「請問幾年後，父親的年齡是兒子年齡的 2 倍？」 

 

 

漢堡      濃湯 

1 個/1 杯： a 元  70－a  元  共 70 元 

3 個：          3a 元   

2 杯：  2(70－a)  元 

6.  已知父子兩人今年的年齡分別為 36 歲與 8 歲， 

請問幾年後，父親的年齡是兒子年齡的 2 倍？ 

父 子 

今年： 36 8 

x 年後： 

父 子 

今年： 36 8 

x 年後：    36＋x   8＋x      …2 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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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「2 倍」的關係會因給定的是基準量或比較量而需判斷是乘以 2 或除以 2，且題目並未

言明何處「等於」，因此學生常無法列出方程式。建議可採以下兩種方式教學。 

一是，沿用前文的圖示方式，先畫出一組表達 1 與 2 倍的箱子，並經由師生討論，從「父

親的年齡是兒子年齡的 2 倍」，引導出兒子是 1 倍，父親是 2 倍，如下圖。 

 

經由圖示的幫助，從視覺上就可看出兒子的年紀要乘以 2 才會和父親的年紀相等，得以列

出方程式 2．(8＋x)＝36＋x ，並藉此機會說明括號的使用時機，因為 8＋x 是兒子的年紀，兒

子的年紀要乘以 2，所以整個 8＋x 都要乘以 2，因此必須加括號。 

二是，分別把題目中「父親的年齡」圈起來對照成「36＋x」，「兒子年齡」圈起來對照        

「8＋x」，如下圖所示，變成「36＋x」是「8＋x」的 2 倍。此種方法對程度稍好一些的學生效

果不錯。 

 

 

當記錄完題目後， 

 

36＋x 

父親的年齡 是 兒子年齡 的 2 倍 

36＋x    是   8＋x   的 2 倍 

36＋x    ＝   8＋x   的 2 倍 

36＋x    ＝   (8＋x)．2 

7.  爸爸用 360 元買了 1 本書和 1 張 CD，只知書比 CD 貴 120 元， 

問 1 本書、1 張 CD 各是多少元？ 

 

書 CD 

  … 共 360 元 

  … 貴 120 元 

8＋x 

子 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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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會發現設誰為 x 都可以，一個是「x」，另一個就是「360－x」。 

      

另一條件「貴 120 元」是列方程式的關鍵。學生可將兩量的「差」等於 120 作為列方程式

的依據，若無法判斷出誰要減誰才會是 120，可經由討論，知道大小關係後加以圖示記錄。 

 

由於題目問濃縮咖啡，有些學生就設濃縮咖啡賣了 x 杯；接著因為和美式咖啡一共賣了 85

杯，所以美式咖啡就是賣了 85－x 杯；又美式咖啡是濃縮咖啡的四倍，濃縮咖啡是 x 杯，美式

咖啡就是 4x 杯，圖示記錄如下圖。 

 

但有些學生就卡在此處，認為已經沒有條件可用來列方程式了。此時可跟學生說明，因為

設濃縮咖啡賣了 x 杯後，美式咖啡就賣了 85－x 杯或是 4x 杯，因此 85－x 應該和 4x 相等，可列

出方程式 85－x＝4x。這種從兩個不同方向得同一數學物件因而相等的方式，也是後續數學學習

常用的解題策略。 

書 CD 

360－x x … 共 360 元 

  … 貴 120 元 

書 CD 

x 360－x … 共 360 元 

  … 貴 120 元 

CD 

8.  清心咖啡館提供濃縮和美式兩種咖啡，某日一共賣了 85 杯，又知道

美式咖啡的數量是濃縮咖啡的 4 倍，問濃縮咖啡賣了幾杯？ 

濃縮 美式 

x        85－x … 共 85 杯 

x         4x   … 4 倍 

書 

360－x 

(360－x)－x＝120，括號可省略。 

x 

CD 
書 

360－x 

x－(360－x)＝120，括號不可省略。 

x 
︴
︴
︴
︴
︴
︴
︴
︴
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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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 

本文作者根據緒論所言數量的特性、情境的變化、語句的順逆敘述等原則，編寫補救教學

教材，並以「數到式的類化」、「題意的理解與記錄」、「分句閱讀、簡易圖示」三個教學策略實

地進行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學。從教學實務與推廣過程中發現以下成效： 

在改善動機上，學生不再一看到應用問題就放棄，而會主動嘗試分句閱讀、分析關係，並

用圖示幫助記錄題意。用圖示記錄問題後，因為通常只有兩個量，學生會較敢於大膽設 x。 

在師生互動上，由於學生會讀題、畫圖、設 x，教師就有機會瞭解學生的想法或障礙，師生

間較容易產生問答與互動。 

在促進學生理解上，從數類化或圖示能協助學生掌握題意中的數量關係，增進正確列式，

甚至降低計算正確卻答錯的可能性。例如「甲乙兩人今年的歲數和為 45 歲，且甲比乙多 5 歲，

請問甲、乙兩人今年各幾歲？」常有學生即使算出 20 歲和 25 歲，卻誤將答案寫成甲 20 歲、乙

25 歲，因為一直受到「乙多 5 歲」的影響。但若用圖示記錄了甲多乙少，則學生犯此錯誤的情

況就會減少。 

不過，涉及比較關係的一元一次方程式應用題，一向是學生較難釐清的，需要比較多從數

類化到式的經驗，方能建立概念。此外，用簡易圖示學習列一元一次式與解應用問題，其間的

變化不少，教師不宜限制學生圖示的方式，宜在教學前後觀察與省思，學生到底能不能看懂圖

示？改用不同的圖示呈現，何者學生較易理解？搭配何種解釋，解說才更為有效？期望本文提

供的選題與教學策略，有助於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補救教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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